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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瘦、黝黑，身着 T 恤衫，
脚蹬救援靴，仿佛一名战士，只
待一声令下就随时准备投入战
斗。在凤凰岭国家地震紧急救
援训练基地，记者第一次见到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培训部
副主任王念法时，这位“80 后”
救援先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
象。其实，此时他的身份是一
名救援教官，但只要灾难降临，
他会立刻“变身”救援队员，第
一时间冲上救援战场。

救援和为了救援，是王念
法生活的全部，也是他最挚爱
的事业。2001 年 4 月，国家地
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
王念法成为第一批队员，成为
一名中国地震救援事业的先行
者。10 多年来，从新疆到汶
川、玉树、舟曲，从阿尔及利亚
到海地、新西兰⋯⋯，究竟参加
过多少场国内外救援，他自己
都没有认真算过。

“危险和艰苦与地震救援
如影随形，而王念法却乐此不
疲。”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党
委书记、副主任宋彦云这样评
价说。王念法给出的理由是，

“我是国家救援队的一员，救援
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责。”

“只要有 1%的希望，我们
就会尽 100%的努力。”在一篇
救援日记中王念法这样写道。
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在
大雨瓢泼中从都江堰中医院废
墟中救出一个女孩。“我们破拆
了部分预制板，距受困者的距
离 越 来 越 近 了 ，突 然 余 震 来
了。撤还是不撤，我们内心也
有斗争。”幸存者期盼的眼神，剧烈地撕扯着王念法和他
队友的心。

王念法说，“面对灾难，就是这么残酷，痛苦和悲
悯没有用，救援不用抒情，科学的态度才是对生命负
责。”他们只好飞速撤出。余震刚过，他们又迅速进入
废墟，原来她是被门压在下面，不能动。因为营救空间
有限，门不能直接搬走，也不能锯，一锯就可能伤到
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开扩废墟内的营救空间，一
边清理，一边做好支撑。”

“当时大雨淅沥，余震不断，在那个狭小的通道里，我
们随时都可能一起被埋在废墟里。”事后，王念法这样回
忆说。尽管如此，在一次次救援行动中，这位救援英雄始
终冲在第一位，无论是在汶川、在玉树、还是在异国他乡
的海地、新西兰，王念法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技术，勇挑
重担，一次次在狭窄的废墟通道里燃起了生命的明灯。

救援工作的艰辛非亲历者难以体会。与王念法一起
征战的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培训部副主任卢杰介绍
说，在新西兰的救援中，由于当地高温，救援队员身着密
不透风的救援服，全身浸透，感觉十分不适。“单就这种情
况，一般人就已承受不了，更别说实施救援了。”

在汶川地震中，王念法和他的队友连续 60 多个小时
没睡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面对记者的疑惑，王念法
淡然一笑，说，“如果你是救援队员，你也能做到。当你看
到幸存者的眼睛，你就会忘却饥饿、忘却困顿，忘却所有
的辛劳。”

然而，毕竟是血肉之躯，长时间超负荷的奔波在营救
现场，总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王念法告诉记者，“极限
的时候，是眼睛睁着意识中却没反应。只要一停顿，随便
找个地方，躺下就立刻睡着了。”

在王念法看来，生命永远是第一位，余震、坍塌、连续
作业，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他都不辞劳苦、永不言弃。他
只有一个信念——为了废墟下的生命。

从事着这样出生入死的特殊职业，家人能理解吗？
对此，王念法露出一丝腼腆的笑容，“我爱人一直默默支
持我的工作。”

在王念法办公桌下横放着一个救援背囊。只要执行
任务，他每次都是抬脚就走，最多不过给爱人发条信息：

“有任务！”
在王念法的一本笔记日志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救

援代表着人类超越自我的精神，代表着对事业的忘我投
入，代表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

酷夏正在逼近，又一个用电高峰即
将来临，节能自然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家庭该怎样节能呢？选择节能照明产品
显然是一个重要手段。

可别小瞧这一盏小小的节能灯。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照明用电约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 13%，如果把在用白炽灯全
部替换为高效照明产品，年可节电 480
亿千瓦时。若全社会实现 LED 照明产
品替换，每年可节电约 3500 亿千瓦时，
相当于 4座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

家住山东省枣庄市的沈先生最近装
修房子，他将家里的灯都换成了节能
灯。相比白炽灯，节能灯目前价格不菲，
然而，沈先生心里有一副“小算盘”，“白
炽灯虽然便宜，但容易坏，节能灯省电省
心，几年就收回成本了。”

事实真如沈先生设想的那样吗？
我们来算一笔账：试验表明，一盏5W

的节能灯与 25W 的白炽灯具有同等光
效，且其寿命也是普通白炽灯的 8 倍左
右。单从售价来看，购买一只优质的节能
灯大约10至15元，相当于花费了5至8只
白炽灯的价钱。但节能灯照明寿命为
8000小时，相当于8个白炽灯之和。在耗
电量上，25W 白炽灯使用 40小时就将消
耗1千瓦时电，若使用5W节能灯替换，40
小时只消耗0.2千瓦时电。长期使用，还
是节能灯更划算，且照明效果更好。

2009 年至 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绿色照明项目办公室先后在 27 个老
少边穷地区开展节能灯捐赠推广活动，
累计捐赠推广节能灯 258.7 万只，预计
年可节电 1.2 亿千瓦时，节约电费 0.6
亿元。

这只是近年来我国推广高效照明产
品 的 一 个 缩 影 。 据 统 计 ，仅 2008 至
2010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 25.62 亿
元，推广高效照明产品 3.6 亿只。“这些
高效照明产品在寿命周期内共产生电量
约 660 亿千瓦时。”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

事长刘升平说，按 0.5 元/千瓦时的电费
计算，1 元的中央财政补贴可以节省 13
元钱，即总共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大宗节
能灯用户节省约 333亿元电费开支。

不仅如此，在财政补贴推广政策的
带动下，照明产品行业渐趋规范。“目前
质量好、价格适中的绿色照明产品逐步
成为照明市场的主流，假冒伪劣产品生
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但在小城市和农
村地区，绿色照明产品推广仍是薄弱环
节。”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广节能灯项目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吕芳坦言。

作为照明领域的节约之星，节能灯正
伴随着技术的演进、性能的趋稳、价格的
降低，以及消费者消费理念的改变而渐渐
成为我们生活照明的主流选择。近来，新
兴的LED灯因其愈加显著的节电效果和
方便控制的特点，更成为“星中之星”。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
君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亚明 LEDT8 已
成功应用于家乐福在中国的多家大型超
市，替换掉原来使用的系统功率为 40W
的传统 T8 灯，每家店面大约使用 3800
只。“以商业用电电费每千瓦时 1 元、每

天照明 18 小时计算，每店每年可节省电
费约 54万元，一年半即可收回投资。”

为 何 LED 灯 的 节 能 效 果 如 此 出
众？这是因为普通白炽灯正常工作时消
耗的电能仅有 10%转化为光能，而 LED
灯能量利用率则可以达到 90%。所以，
一 盏 3W 的 LED 灯 与 5W 的 节 能 灯 、
25W 的白炽灯具有同样光效。此外，
LED 灯寿命平均长达 30000 小时，是白
炽灯的 25倍以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绿色照明产品虽
然“看起来很美”，但市场上依然有不少劣
质产品混杂其中。一些劣质的照明产品，
在使用两三个月后会出现明显的光衰，还
有一些产品会有明显的闪烁，也会对眼睛
造成伤害。质量监管部门建议，在选购节
能照明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
的产品，并且认准产品的认证标识。

“改变一个灯泡，同时改变我们的思
维方式，我们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如是说。一盏灯或许
微不足道，但聚集起来的能量让我们不
容忽视。节俭养德，低碳生活，不妨从现
在做起，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吧。

LED 照明：一盏灯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 沈 慧

楹联：林木无多，办

公节用半张纸；水

电有限，白日少开

一盏灯。

作 者：雷东云（四

川）

书 法：田永庆

扫一扫，更
多信息和体验

图为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公司生产线一隅。 本报记者 沈 慧摄图为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公司生产线一隅。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网友话节俭

@ 河 北 爱 帮

商 城:家 里 用 的 都

是节能灯，咱老百

姓，省钱是硬道理。

@ 米 的 四 季

镇:不管什么灯，记

得随手关掉就好！

@雷神之锤：

能 否 让 LED 灯 生

产厂商让些利，国

家再补贴些，实现

全社会照明产品完

全替换，这是利国

利民的好事。

（万 政整理）

面对科研体制中的“官本位”现
象，屡禁不绝的“助选拉票”、“集成、
包装”现象，个别院士兼职过多且自律
不强，少数院士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
端等突出问题，人们把院士制度改革的
焦点集中在去行政化、去利益化上。如
何看待院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如何
改，改什么，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多位
院士接受了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

最近几年，社会上关于院士制度的不
同声音比较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行政上的原因，二是社会上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说，一些政府部门
或机构的各种咨询会、项目论证会都少不

了受邀院士的身影；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
立项、审批、运作少不了院士的声音；国家
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学成果评
奖评价，更是要有院士到会。

王小谟认为，这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
问题，“院士称号只是国家对我们过去一
段时间工作给与的肯定，但一到社会上就
变味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也持同样的
看法。他说，目前有些单位和部门，把院
士看作自己单位的“财富”，各种评比中讲
求院士数量，这也是一些院士无法退休的
原因。一些地方和单位为院士提供种种
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

院校的政绩工程，这其中有更深层次的问
题。“这不是院士制度能解决的，需要在更
大的社会环境中综合考虑。”

接受采访的多名院士均表示，院士制
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革，但
是当前社会上关注的不少热点问题根源
不在院士制度上，不厘清症结，就将板子
打在院士制度上，无益于问题解决和推动
创新型国家发展。

这次两院院士大会充分肯定了院士
队伍和院士制度的杰出成就和重要作用，
提出了院士是“国家财富”。巴德年对此
认为，院士首先属于国家，其次才属于单
位。完善院士制度，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院

士制度的作用，提高院士队伍水平，为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工程院孙永福院士说，“创新驱
动发展，关键是体制改革。”他认为，相对
于社会上其他评选活动，院士的遴选做到
了严格标准、坚持程序、公平公正，在院士
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应对
院士遴选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

孙永福表示，在院士评选中，目前需
要想办法增进对候选人的了解，不能只看
材料。院士们的研究方向分布在各个领
域，对不同专业的候选人最好能够提前了
解，比如院士候选人单位举办学术交流
会，可以听一听候选人本人的学术报告。

院士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落脚点在于更好发
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
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
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这“四个更好”的宗旨在于创新
驱动。下一步，就是不断完善制度，把真正
符合条件的年轻科学家选进院士队伍。

无论楼市如何风雨飘摇，学区房价格
依然坚挺。

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延伸产品，学区房
的价格主要与区域内的教育资源挂钩。
尤其是一些优质小学及中学周边学区内，

俨然是一副“高烧”景象。有购房者直言，
我们买的不是房，是入学名额。

按照教育部今年的新规定，到 2015
年，19 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
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
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
今年 4 月底，北京西城区又出台教改新政
策，推出 12 所普通小学试点按比例直升
优质初中。

一系列新政让想要购买西城区学区房
的高阳认为，要想上名校，还是落户学区房
最“靠谱”，“以前单位有共建学校，现在没
这个政策了，也不让跨区择校，倒是不用费
心走关系了，买套学区房最稳妥。”

但是，想让孩子的户口落在好学区
内，这代价可就高了。“都说房地产市场低
迷，可是学区房怎么逆势上扬呢？”家住北
京市朝阳区学生家长刘子源非常苦恼。
为让孩子上个好学校，本已在北京东四环
有一套住宅的他，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
做好重新当“房奴”的准备。

房地产中介公司“我爱我家”的置业
顾问李肖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位于北
京西城区虎坊路的高家寨小区是享受到

本轮“政策红利”的一个老小区，其房价受
学区因素带动一路走高，“都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前几个月每平方米还
在 4.5 万元左右，自从新教改将所属学区
的福州馆小学划入直升北京八中的片区，
房价就迅速突破了 5万元。”

北京海淀学区房信息咨询网的刘经
理也坦言，只要二手房沾上了学区的“血
统”，立刻就会身价倍增，“现在，海淀区五
一小学学区的房价在 5.6 万元左右，自从
有消息说该小学可以高比例直升北京十
一学校后，成交量‘噌噌’涨，咨询电话都
快被打爆了。”

分析学区房红火的原因，21 世纪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还是教育资
源不均衡作祟。学区房是房地产市场上
的“怪胎”，由于义务教育时期中小学间的
办学质量差异巨大，无论政府在入学政策
上怎样改革，在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局面下
都难奏效。要解决学区房过热的问题，归
根到底还是要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路线图。首先，政策
上要对所有学校一视同仁；其次，在资金

配置上，尽可能让教育资金全口径地进入
学校预算，让学校之间不因项目差异产生
悬殊的经费差距；最后，要在师资方面均
衡配置，防止优质教育资源垄断。

实际上，北京市早就开始了教育资源
均衡化的探索。北京市此前与教育部签
订的《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
录》指出，将逐步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价标准，实行办学条件
标准化、学校管理规范化、教师流动和队
伍建设制度化，探索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北京模式。业内人士也指出，目前，
北京市教师队伍趋于均衡，校际差距逐步
缩小，已基本消灭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薄
弱校，达到初步均衡水平。

储朝晖表示，谈学区房问题绕不开
教育资源均衡，解决学区房过热问题也
难有确切的时间表，“教育资源均衡化是
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政府坚持不懈地加大投入和实施力度，
改变资源配置模式，确保学校间的办学
条件和教学质量趋近一致。唯有实现中
小学教育资源的适度均衡，学区房才有
可能‘退烧’。”

学区房“高烧”何时能退
本报记者 李 景

小学就近免试入学、小升初多

校划片入学、取消“共建”⋯⋯各地

一系列意图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利

好，看似杜绝了“递条子”、“送票

子”，却造成楼市先行，让“拼房子”

愈发猛烈。近日，《经济日报》记者

走访了北京多个学区房小区及楼盘

后发现，尽管全国楼市都弥漫着浓

浓的观望情绪，但学区房价格并没

有受到影响，成交量也稳步上升。

中国工程院多位院士表示——

完善院士制度需厘清症结多措并举
本报记者 刘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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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法在艰苦的废墟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与废墟灾

害现场拼杀搏斗，作为一个年轻的“80 后”，却已是我国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领域的优秀专家和排头兵。支撑他冲

锋在前、勇挑重担的力量，源自责任和热爱。

因为责任在肩，所以奉献无悔。在王念法看来，拯救

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要冲锋在

前，永不言弃。作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首批队

员，他曾赴国内外重大灾害现场执行紧急救援任务，用无

畏的救援精神和过硬的救援技术拯救了废墟下的一个个

生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救援骨干作用。

因为无比热爱，所以无私投入。王念法一面潜心钻

研救援技术，一面在训练场上磨炼自己、提升自己，还不

忘把先进的救援理念和专业技术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

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了地震救援事业，用

汗水和热血体验着追求理想的艰辛与幸福。

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千

千万万个像王念法这样的人。为了责任和热爱，他们在

基层挥洒青春，将自己的生命与脚下的热土紧紧连结在

一起。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是一面镜子，值得我们每

一个人对照和学习。

力量源自责任和热爱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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